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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若琳

灯塔数据显示，4月 30日至 5
月4日20时，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
收入2.93亿元（含服务费）。

“五一档作为一年之中的第四
大档期，票房体量仅次于春节档、
暑期档和国庆档。按照惯例，一些
中体量国产电影和大体量进口电
影会专攻五一档，比如2021年档期
票房冠军是国产爱情片《你的婚
礼》；2019年档期票房冠军是进口
电影《复仇者联盟4》。”一位数据平
台分析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金传媒团队研报指出，当
前观众观影需求仍相对刚性，若
后续疫情控制有效、影院营业率
持续回升，行业有望自暑期档逐
步回暖。

平均票价降至34元

具体来看，据灯塔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总收入为
2.93亿元，同比下降82.5%；档期观

影总人次为857.6万人，同比下降
80.62%；总场次为144.15万场，同比
下降36.28%；平均票价为34.2元/张，
部分城市票价已低于30元/张，较
年初高点下降50%以上。

一位华东地区的影院经理告
诉记者，为拉动上座率，其管理的
影院在节前便开始促销，先后推出

“29 元观影套餐买电影票送爆米
花”“39元双人观影套餐”等活动，
也确实起到了增加流量的效果。

另一位连锁院线的负责人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五一档热度比预期中要高，影
院营业率目前已近七成，票房不佳
的主要原因还是受影片供应不足
影响。希望疫情能在暑期档前得
到有效控制，以便新片集中上映，
挽回损失。

数据显示，截至5月3日，全国
营业影院总数为 8206家，营业率
达 68%，除北京市、上海市、吉林
省、青海省、河北省、山西省外，其
余地区影院营业率均维持在 50%
以上，其中四川省、陕西省等地的

营业率超过九成。
今年五一档票房表现TOP3的

城市分别为深圳、成都和重庆，这
与一个月前的清明档有着较大区
别，彼时票房TOP3的城市是北京、
广州和成都。对此，灯塔研究院行
业分析师张荣棣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受疫情影响，一线城市中
最大的两个“票仓”北京和上海的
影院几乎全部关停，珠三角和川渝
地区顺势成为票房主力。

光线传媒成赢家

具体到内容层面，今年五一档
共有 3 部新片首映，8 部老片重
映。档期内票房排名前三的电影
分别是4月29日上映的《我是真的
讨厌异地恋》《坏蛋联盟》以及4月
8日上映的《神奇动物：邓布利多
之谜》。

其中，档期冠军《我是真的讨
厌异地恋》属于爱情片，累计票房
9426.2万元，片方分账票房 3353.4
万元，第三方数据机构拓普映前对

其总票房预测为1亿元。
张荣棣表示，爱情片是五一档

的常规类型，早在 2013年，青春爱
情片的开山之作《致我们终将失去
的青春》就是在五一档上映，近年
还有《后来的我们》《你的婚礼》等
爆款。《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作为
今年五一档唯一的爱情片，对形成

“春暖花开看爱情片”习惯的观众
来说是较好的选择。

据悉，《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的主要出品方和发行方均为光线
传媒。“光线传媒在青春爱情片方
面非常有经验，2021 年五一档票
房冠军《你的婚礼》就出自光线传
媒之手。”一位专注TMT行业的券
商分析师告诉记者，相较于其他类
型，爱情片的投入成本较小，利润
率较高。

据光线传媒 4月 29日发布的
一季报显示，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
为 4.41亿元，同比增长 83.94%；剔
除合伙企业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后，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51亿元。报告期内，公司电

影业务收入及利润均有所增加，参
与投资、发行并计入本报告期票房
的影片总票房约为12.04亿元。

2022年，光线传媒已定档、待
上映的影片包括：计划 7月 8日上
映的《新秩序》，计划 8月 4日上映
的《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此
外，电影项目方面，《冲出地球》已
制作完成；《深海》《茶啊二中》已送
审；《坚如磐石》《扫黑·拨云见日》

《我经过风暴》《中国乒乓》《交换人
生》等影片正在制作中。

光线传媒表示，公司在中低
成本、中小体量电影方面的成功
率高和投资回报高。获取项目的
能力、对项目的判断力、对项目风
险的控制力持续提升为公司真人
电影业务的稳健发展提供了重要
保障。

“从排片阵容来看，光线传媒
接下来主要发力的档期将是暑期
档，该期档也是中小成本国产电影
上映的热门档期，年内撤档的部分
热门电影有望在暑期档上映。”上
述分析师进一步表示。

五一档电影票房收入近3亿元 影院降价促销热盼暑期档

本报记者 许 洁

受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影响，今
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遇冷，国内机
酒市场整体价格维持低点。不过，
也催生了新的发展方向。综合携
程、同程旅行、马蜂窝以及飞猪提
供的数据，露营已然成为今年五一
假期的“顶流”。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同花
顺数据发现，2022年一季度，在22
家景点旅游类上市公司中，仅有一
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42.33万元，其余 21家均为亏损，
亏损最高达1.46亿元。

综合来看，全新的发展趋势能
否力挽狂澜，还有待观察。

露营新晋流量担当
带动目的地旅游经济

近期，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反复
导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承压明
显。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
算，2022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
游 出 游 1.6 亿 人 次 ，同 比 减 少
30.2%，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
同期的 66.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646.8亿元，同比减少 42.9%，恢复
至疫情前同期的44%。

但这也间接推动“露营”成为
五一假期出游首选。据同程旅行
大数据显示，2022年五一假期，周
边露营市场持续升温，“露营”相
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117%。同
时，马蜂窝大数据也显示，近一周
各地“露营”相关搜索热度平均涨
幅超过130%。

北京一位资深露营爱好者王

先生对《证券日报》记者称，“受北
京疫情影响，朝阳区和房山区的
一些营地关闭，但大家出游的热
情不减，导致我常来的冷门露营
地在五一假期出现了人山人海的
情况。”

该营地负责人张先生称，营地
自从去年底开业以来，从来没在单
日接待过这么多露营者。

与此同时，各大 OTA 平台侧
亦从供给链、营销端等方向对露营
产业进行赋能。比如，自 2021年
下半年至今，携程平台的露营产品
数量增长近 10倍，拥有覆盖 28个
省、120座城市的产品，供消费者
选择；五一假期前，飞猪便上线了
包含广深珠、川渝等多个地区的露
营榜单，并联合本地合作伙伴打造
线下“飞猪营地”，为用户提供入门
级、更方便简单的“日归露营”选
择。数据显示，飞猪五一假期露营
订单量环比增长超350%。

在“露营热”背景下，还有许
多酒店、民宿也参与其中，打起

“露营特色牌”。五一假期，携程
平台上带有“露营”标签的相关酒
店、民宿订单量较清明假期增长
153%。可见，露营的流量效应直
接增加了露营地周边的旅游商家
热度，对目的地旅游经济产生了
带动效应。

但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北
京某家露营地要求游客在预约时
要先提供帐篷照片，不符合营地标
准则不能进入。对此，马蜂窝相关
人士表示，露营应该是面向大众、
面向年轻人、面向未来的，不应该
因为价格、交通、信息差等因素，将
向往户外生活的游客拒之门外，只

有抓住大众市场对露营生活的需
求才能抓住未来，让其作为一项产
业长久地发展下去。

旅游上市公司积极自救
适应市场变化

5月 4日，据飞猪发布的五一
出游消费趋势观察显示，在低风险
地区，“2小时度假圈”成为主流选
择，本地游订单量占比达八成以
上。需求重心的快速转移意味着
提升本地游产品的丰富性和质量
成为激发消费需求、适应市场变化
的必然选择。

而为了刺激五一假期消费，国
内多地密集派发文旅消费券，部分
旅游景区宣布实行门票打折或门
票全免等优惠政策。

对此，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内景
点大多以观光型为主，门票在总收
入中占比高，若打折或全免，对景
点企业还是有影响的。在政府发
放消费券刺激消费的同时，文旅企
业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发新产
品、新模式，引导新需求。”

同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明
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文旅
部此前联合其他部门一道印发了

《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
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又基于旅
游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下发《关
于抓好促进旅游业恢复发展纾困
扶持政策贯彻落实的工作通知》，
为各级政府解决旅游企业实际困
难提供支持，各地政府也相继推
出了税费、金融、行政管理等各方
面的纾困政策，帮助旅游企业解
决短期资金难题。随着这些政策
逐步落地落实，相信能够对旅游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所帮助。企
业也应借此机会，修炼内功，适应
新的市场变化，提升自身综合竞
争能力。”

露营成旅游流量担当“2小时度假圈”受追捧

本报记者 张 颖

随着2021年年报业绩披露收官，A股上市公司的
分红方案也纷纷出炉，其中高股息率的优质品种受到
市场各方关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A股市场的投资价值
正不断显现。高股息率不但意味着股市吸引力和股
票资产配置价值的提升。同时，也是上市公司吸引价
值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的重要指标。”

股息率TOP50公司均超7%

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截至 4月 30日，沪深两市共
有 3306家上市公司发布 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占
已披露年报业绩公司总数的七成，预计累计现金分
红总额达 1.55万亿元。这也将是自 2017年以来，A
股上市公司年度分红总额连续第五年超过 1 万亿
元。其中，工商银行等 28家公司拟现金分红金额均
超百亿元。

“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最终要体现在价值创造和
价值分配能力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表示，上市
公司要着力提升回报的能力，即继续通过现金分红、
股份回购等方式增强对股东的回报，提升投资者的获
得感。

此外，分析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分红规模的提高，
能够向市场传达公司经营稳定、盈利能力较强的信
号，从而提升市场对其发展的信心。

《证券日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在上述 3306
家公司中，以公告的每股税前派现额为派现基准，以
最新收盘价为基准股价，有 1135家公司的股息率超
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75%）、有 521家公司的股
息率在 3%以上、股息率 TOP50的公司均超 7%。其
中，本钢板材、振东制药等 2 只个股，股息率均超
20%，分别为26.1%和25.25%，排名靠前；紧随其后的
是*ST广珠、国芳集团、重庆百货、冀中能源、方大特
钢、大东方、三钢闽光、森马服饰、山煤国际、报喜鸟、
神马股份、鲁西化工、中国石化、华阳变速等 14家公
司，其股息率均超10%。

从所属行业来看，股息率TOP50的公司中，涉及
纺织服装、钢铁、基础化工和汽车等四大行业的个股
数量较多，分别有8只、7只、6只、6只。

“相较往年，今年的分红公司呈现两个显著变化：
一是高比例、大额分红的公司数量在增多，这主要是
因为行业结构更趋于稳定等，未来这些行业的高比例
分红将延续；二是高股息率的个股越来越吸引投资
者，这往往意味着A股的投资价值进一步显现，有望
吸引更多增量资金涌入。”金百临咨询分析师秦洪对

《证券日报》记者称。
浙商证券分析认为，年初以来，A股的股息率与

一年期国债利率之差从0.75%跌至0.5%，已接近上一
轮利差的低点。而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与股息率的利
差不断收窄，这往往是市场逐步步入底部区域的信
号。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当股息率接近或高于
债券利率时，股市的吸引力和股票资产的配置价值会
提升。

178家公司连续3年股息率超3%

众所周知，高股息率是上市公司吸引长期投资者
的重要指标。同时，不能仅关注公司一年的股息率表
现，还要看其持续性。

结合过往数据统计发现，A股市场共有 178家公
司连续 3年（2019年至 2021年）股息率均超 3%。从
申万一级行业来看，上述公司主要扎堆在银行（24
家）、交通运输（15家）、纺织服装（13家）、房地产（12
家）等四大行业。

由此不难发现，高股息率或已成为银行股的显
著特征。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银行业资产规模大，行
业总体盈利水平高，经营业绩稳定，现金流充裕，这
建立了较好的分红基础，从而促使其现金分红规模
较大。

合理略高的股息率对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较高，
有利于推动股价长期上涨。数据统计，在上述178只
高股息率的个股中，有126只年内累计涨幅均跑赢同
期上证指数，占比逾七成。其中，建发股份、天地源、
南京银行、华发股份、中国神华、淮北矿业等 6只个
股，年内累计涨幅均超20%。

对于连续 3年高股息率的品种，私募排排网旗
下融智投资基金经理胡泊表示，“股票投资收益来自
股价上涨和分红两部分，而高股息率往往意味着，该
上市公司不但分红高而且市盈率低，因此股息率往
往也是投资者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重要标
准之一。股息率越高往往意味着公司盈利能力越
强，连续 3年股息率均超 3%，表明股息率高的同时，
也展现了较好的持续性，这样的公司具有长期投资
价值。”

股息率不但能体现投资者收益率，也是机构投资
者最为看重的指标之一。在上述178家公司中，截至
2021年末，有 47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出现
社保基金身影。

“不过，不能将高股息率作为选股的唯一依
据，只能作为其中一个参考要素。”秦洪提醒，因为
高股息率的上市公司往往对应着企业的成熟经营
周期，此阶段的成长性相对缺乏，所以愿意大比例
现金回报股东。但证券市场强调的是未来成长
性，无论是短线投资者还是长线投资者，最大的投
资回报来源于成长预期所带来的股价上涨，而不
会主要来源于股息率的现金回报。更何况，高股
息率个股还存在着股息率变化的风险，如股价短
线涨幅较大，股息率就会迅速降低；再比如，业绩
波动也会影响股息率。所以操作中可以将股息率
作为一个依据，但要想长线投资，同时还需看公司
未来的成长前景。

A股分红连续五年超万亿元
TOP50公司股息率均超7%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张 安

作为企业医药创新的重要指
标，研发投入的多少预示着公司转
型创新的决心与速度，也决定了企
业未来发展方向。纵观医药行业
发展史，唯有持续投入创新研发的
企业才能凸显价值。

随着2021年年报披露结束，
《证券日报》记者选取59家2021年
达成“百亿元营收”的医药生物企
业为样本，以企业研发投入为参
照，分析在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
头部医药生物企业研发投入呈现
何种变化趋势？

多家企业研发投入创新高

2021年，在A股+H股医药生物
行业（申万行业分类）中，总计有
59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超百亿
元，其中有51家公布了企业研发
投入情况，总计达408.19亿元，较
2020 年 增 长 62.22 亿 元 ，增 幅 为
18%；有37家公司研发投入超1亿
元，占比达72%。

从研发投入排名来看，9家上
市公司研发投入均超10亿元。其
中，恒瑞医药、复星医药、中国生物
制药、石药集团等4家上市公司的
研发投入均超30亿元。

从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来看，10家公司超10%。其中，恒
瑞 医 药 以 23.95%的 占 比 位 列 第
一。此外，有47家公司的研发投入
同比增长，增长占比达92%。

同时，在上述59家企业中，有
44家公布了研发人员数量，这其中
有35家的研发人员数量呈增长趋
势，占样本比例达79%。例如，药明
康德研发人员增加6899人，同比增
长31%。

此外，包括恒瑞医药、复星医
药、迈瑞医疗等多家公司的研发投
入均创历史新高。对此，海南博鳌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之东
称，企业研发的大笔投入与公司业
绩的高速增长密切相关，尤其高新
科技集团、“专精特新”企业和“科
创属性”企业，都很注重研发的持
续长期投入，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和产品制造能力，用技术创新
驱动产品生产经营能力提高，这不

但为企业带来产品和技术上的竞
争优势，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
绩持续稳定增长。

从所属细分行业来看，按照申
万行业分类，上述样本公司中，研
发投入较高的公司多数是化学制
剂企业。而研发投入低于1亿元的
14家企业中，医药流通行业企业有
10家，线下药店行业有3家。

全球首创产品稀缺

随着国家药品集采、医保谈判
等政策的不断推进，创新成为医
药生物行业发展的锚点。国家药
监局发布的《“十四五”国家药品
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明
确提出，“加快有临床价值的创新
药上市”。

然而，医药创新又面临着“长周
期、高投资、高风险”的压力，布局确
定性较高的靶点又导致行业出现研
发同质化、热门靶点扎堆、研发资源
浪费等现象，“真正的原发性创新”、
First-in-class产品稀缺。

2021年下半年，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CDE）先后发

布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
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和正式稿，旨在促进有序竞争，
避免资源浪费。

恒瑞医药相关人士在回复记
者采访时表示，任何企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一个
领域别人已经做的很多，其价值和
需求必然会降低，就没有必要去

“凑热闹”，而是应当把有限的资源
用于可以给患者解决问题且能有
回报的项目上。

“客观来看，行业仍处于转型
升级的调整期和阵痛期，同质化竞
争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
进行。随着创新研发门槛的提高，
真正具备创新能力、具有差异化研
发管线的行业领先医药生物企业
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位
不愿具名的上市药企人士表示。

研发国际化任重道远

国内医药创新竞争日趋白热
化之际，出海获得高额收益成为国
内药企，尤其是头部药企的选择。

“随着国内医药生物企业发展

壮大，‘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是必
然趋势。自主创新不能闭门造车，
要用开放的心态，整合国内外创新
资源，办好自己的事。公司只有深
度接轨世界，中国自主创新才能更
好地获得国际认可。更为重要的
是，中国企业只有研发出国际认可
的创新药，才能对跨国公司形成
有效竞争，否则中国老百姓就只
能花高价买进口药。而对于企业
自身发展来说，随着创新靶点前
移，创新成果也需更具有国际竞争
性，才能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恒
瑞医药相关人士在回复记者采访
时表示。

数据显示，2021年恒瑞医药海
外研发投入共计12.36亿元，占总体
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19.93%。

邓之东表示，国内药企出海具
有显著的价格优势，抢占先机，经
营得当，能够很快打开国际市场。
但药企出海并不会一帆风顺，还会
面临很多困难，例如出海时机选
择、出海的具体市场、出海产品的
差异化定位、出海临床试验、国外
药品申报审批、海外经营管理、海
外政策法律风险等。

拆解“百亿元营收药企”财报之研发能力：

51家头部药企总研发投入超408亿元 集采趋势下创新竞争激烈


